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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史册里，有一个十分夺目的名字：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l889--1951）。
这个名字的拥有者是一位对20世纪的哲学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哲学家，他的思想独创深邃，富于力量，
以至于引发了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语言转向。
这次转向被认为是百年来哲学领域最大的一场变革，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哲学本身，而且对西方思想
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过并仍在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在几年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波和美国迈阿密大学苏珊·哈克教授共同发起的“过
去50年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评选中，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代表作《哲学研究》位居第一。
因此，清华大学教授蔡曙山认为“维特根斯坦是过去50年最伟大的哲学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维
特根斯坦甚至是过去l00年来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这一点应该也是没有疑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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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4.1 分析哲学的产生 20世纪初产生的分析哲学来源于弗雷格和罗素所发明的数理逻辑的分析
方法。
正如雷歇尔所说：“分析运动的纲领的基本建筑材料是由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拉姆塞这样一些
哲学家在这个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世纪放置到位的。
竭力使它发展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纲领，则是这些哲学家的后继者们在这个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
的任务。
但是这只是冰山的之尖的顶部。
这个运动变得太流行与太散漫，以至于不容许对它的发扬有任何严密的注册，那些发扬者实际上多的
不计其数——而且这一运动还同逻辑实证主义者和科学的认识论者掺和在一起。
” 雷歇尔把分析哲学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分析哲学的创立时期，后一时期为分析哲学的
发展时期。
也可以说，从20世纪分析哲学的创立到30年代分析哲学发展到全面繁荣，这个时期是分析哲学发展的
前期，也称为逻辑经验主义时期。
这个时期的重要学派有维也纳学派和华沙学派；30年代到40年代，日常语言学派兴起，其中心最初是
在剑桥，后来转移到牛津，由此形成的两个重要派别就是剑桥学派和牛津学派。
 分析哲学这两个阶段的发展在语言基础、分析方法和哲学纲领等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
前期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弗雷格、罗素和前期维特根斯坦，其代表性著作有弗雷格的《算术
基础》、罗素和怀德海的《数学原理》和维特根斯坦前期的《逻辑哲学论》。
“弗雷格和罗素把推理规则当做思维规律，又把逻辑命题当做真理规律，并把两者关联起来。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套技术规范看做是与自然规律或规则相关的终极方法。
弗雷格和罗素所建立的逻辑系统都是公理化的系统，其中的公理被看做是自明的真理。
弗雷格不仅把思想和两种真值（真和假）当做逻辑对象，也当做客观的概念。
而各种函数则被看做基本的普遍的类，它们刻画出深藏于事物本性之中的本体论差别，逻辑联结词被
认为是逻辑实体的名称；一元函数和二元函数是一种真值函数，即将真值映射到真值的函数。
”弗雷格和罗素还认为：“自然语言含有模糊的和有歧义的表达式或无指称的名称，因此会形成无真
值的语句。
所以，从逻辑上看，自然语言是不完善的。
他们把自己的那一套符号系统看做是逻辑上完美的语言，称为“完善的语言”（perfect language）或理
想语言（ideal language）。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言说的禁地>>

编辑推荐

《走出言说的禁地: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思想研究》由中社会出版社出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出言说的禁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